
有愛無礙－輔具一站服務超便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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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良獎
111年度標竿學習案例



報告人：
雲林縣政府社會處
科長周珈羽

有愛無礙
-輔具服務超便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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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長照2.0的失能人數推估 16,741人
(65歲以上人口數×失能率12.7%)

雲林縣
• 人口數逐年下降，老人人口比例卻逐年攀升，高達20.0% 。
• 人口結構趨向高超高齡社會
• 身心障礙者人數達49,704人，達7.4%。
• 輔具需求人口大增！照顧人口短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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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局處都有輔具資源，民眾霧煞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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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具
   

  
1站滿足！
雲林輔具服務

好幸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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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轉介申請
✓ 到校評估、

維修及回收
✓ 使用訓練及適配

教育

✓ 輔具補助
✓ 輔具借用
✓ 使用訓練及檢核

醫療

✓ 轉介申請
✓ 評估
✓ 研發設計

勞政

✓ 輔具補助
✓ 輔具中心提供相關

輔具服務
✓ 20鄉鎮衛生所設置

據點/便利站-KPI

長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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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位
輔具中心的角色：
以縣府的角度提供
所有局處後勤支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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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程
與心態

價值共創
(value co-creation)

✓ 使用價值
✓ 共同決定
✓ 經常互動

主管機關
(社政單位)
拋棄本位

以使用者
為中心的
設計思考

承辦單位
願意承擔
✓ 授權
✓ 信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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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中求同
從需求者的角度出發
✓ 平時溝通、討論→取得共識

✓ 每年定期輔具業務聯繫會議→列管提案、追蹤進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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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斷地溝通與協調
站在對方的角度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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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橫向聯繫！
整合各局處資源，
輔具中心單一服務窗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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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資源加入，
即時需求立即滿足。

協調各鄉鎮衛生所及醫療院所，
提供可近性服務。
• 熟悉地點容易找尋
• 資源分級設置：據點、便利站

土庫衛生所服務據點設置輔具展示 西螺據點(  基督教醫院)空間 若瑟醫院據點內部 若瑟醫院據點外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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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劣勢為優勢！
分析在地需求，推動資源布建
• 長照需要人口
• 交通不便：大眾運輸缺乏、高齡人口之交通習慣。

行經本縣輔具中心
所在地

-斗六之公車路線

行經本縣輔具中心
北港站所在地

-北港之公車路線

行經本縣輔具中心
虎尾據點所在地
-虎尾之公車路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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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輔具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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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具
   

  
1站滿足！
雲林輔具服務

好幸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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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置智慧住宅展示空間，強化體驗服務及教育
• 全國首創「智慧居家情境體驗空間」
• 學習減輕照顧負擔
• 體驗優質智慧生活
• 家庭照顧訓練示範基地

利用科技，
智慧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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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具補助申請
線上申辦
• 輔具中心主動提案
• 建置網站申請功能
• 整合各政資源
• 讓單一窗口線上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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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合在地相關
單位，共同推
動友善服務環
境。

未來
規劃

民政
系統

公所

長青
食堂

長照
據點

人民
團體

老人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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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虛擬實境結
合實體空間，
使照顧者學習
輔具使用及照
顧技巧。

未來
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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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合雲林科技大學
設計學院，以智慧
居家體驗空間作為
高齡友善跨域整合
設計(服務、場域、
活動及商品等)基地。

未來
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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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勒無礙的輔具服務藍圖

服務建構期

93.7~95 96~100

單一
整合窗口輔具服務

新制長照十年
教育

101~ 110

• 101 醫療輔具整合

輔具銀行成立

• 103 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

教育處鑑定安置輔具評估

聽力評估及驗證服務

• 104 勞社政經費分攤

• 105 教育處特教輔具委託

• 106 首創「創新設計基地」

• 107 擴增輔具服務量能-中心、據點

• 93.7 輔具中心成立

事先申請制

專業審查

• 94 評估雙軌制

教育部大專肢障評估

• 95 基準表分級制

協助教育局評估採購

中心實物展示

• 96 輔具中心情境展示

• 97 長照輔具整合

• 99 增聘專職治療師*1

• 100 增聘維修工程師*1

能量充實期 整合與擴張期

雲
林
縣
輔
助
器
具
資
源
中
心

109 擴增輔具服務量能-便利站

110 首創「智能居家生活館」

擴增量能-輔具中心虎尾站

111 20鄉鎮皆建構輔具服務資源

社政

無礙的
輔具服務

1.綿密的服務據點

“服務無礙”

2. 智慧化生活

“我生活我決定”

3. 輔具資訊傳遞

“接收新知平等參與”

未來的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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